
同事李姐离异多年，独自
带着女儿生活，半年前有人给
李姐介绍了县医院的一位医
生，也是离异，有个在读大学的
儿子。李姐和这位医生交往了
一段时间后，发现此人性格温
和，对李姐和她女儿都不错，再
加上他工作稳定、有房有车，权
衡再三后，李姐决定和这位医
生登记结婚。

同事们都劝李姐，重组家
庭矛盾繁杂，得多为自己打算
才行，要提前想好退路，别傻乎
乎“昏”二次，和人家过几年后，
落得个净身出户的悲惨结局。
这些话说得李姐没了主意，让
同事们给她支招，怎样做才能
防患于未然。“结婚后，他虽然
有房子，但你们必须再买套房
子，哪怕是小居室的，房产证必
须写你的名字，一旦婚姻走到
尽头或万一他先你而去，等人
家儿子赶你走时你好有个住的
地方。”“工资卡必须交给你，不
能让他有小金库，经济上你能
掌控得了他，才能确保你在家
中的地位。”……

同事们纷纷献计献策，等
大家安静下来后，同科室的老
王说话了，他问李姐：“这位医
生人品如何？”李姐回答：“人品

还是不错的。”老王接着问：“那
他儿子人品如何？”“他儿子现
在看着也挺好。”老王听完笑着
对李姐说：“那就行了，既然对
方人品没问题，你只要好好对
他和他的儿子，他们也一定会
对你好的，何苦在婚前把事情
弄僵呢？有些事情感情到位
了，对方自然会为你考虑，爱是
最好的退路。家庭不是讲条件
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有爱就
有一切。你要好好享受婚姻才
行，别把婚姻想得太复杂，弄得
彼此都那么累。”

老王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一
位作家，她在微博里经常和丈
夫“秀恩爱”，有网友给她留言，
大意是：别把丈夫放在第一位，
要用怀疑的眼光看中年感情。
言下之意是提醒作家，二次婚
姻，应该把自己排在第一位，切
莫用情太深，以免再次受伤。
作家回复说：“天天这样担心，
哪里有时间体味幸福？爱则捧
在手心，离开也高高兴兴。”

睿智的女人应该懂得，爱
是处理家庭关系最好的法宝，
任何计谋都抵不过爱的力量，
爱能化干戈为玉帛，爱能释然
一切猜忌和矛盾。

逆风草（摘自《伴侣》）

婚姻中最好的退路

我在长沙工作时常常无事
时过江，逛逛湖南师范大学，爬
爬岳麓山。有一次，无意中看到
山脚下的操场旁有个四四方方
的小屋子，白墙黑瓦，孤立一隅，
看不出来历，走近一看，匾额上
简简单单写着三个字：自卑亭。

这名字起得好生奇怪。
后来一查，自卑亭建于1688

年，“自卑”二字取自《礼记·中庸》
中的“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
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要去远
方，先得知道自己的狭隘；要登
高，先得明白自己的卑微，从脚下
开始。原来“自卑亭”有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
代。关于教育，多数人说的都是
“尊重孩子，给孩子自信”。在情
感上遇挫的女子，常常会受到
“缺少自信”的批评。有自信的
人，高视阔步，声音响亮，与人握
手都显得格外有力。

一时间，自信成了最佳美德，
自信的反面自卑则好像成了最坏
的词。不管能不能，都得先说“我
能”；不管是否觉得自己棒，都得
拍着胸脯大喊“我好棒”。有了这
样的自信，才能拿下不能胜任的
工作，赚到超出预期的钱。

为什么不能坦然地做一个

自卑的人？电影《国王的演讲》
以乔治六世为原型，乔治六世向
来怯懦，且患有口吃，当战争袭
来，他要在全国人民面前发表演
说。这像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国王知道自己的劣势，便从
自身短板下手：运动、加强呼吸、
练绕口令……机械训练容易而
心魔难破，他百折不挠：发声、感
觉、跳跃、放松……多么艰难，别
人的小小斜坡于他而言是崇山
峻岭。但就因为身在低处，才一
定要往高处去。

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
勒曾经这样诠释自卑，他说这是
人与生俱来的第一感受，婴儿的
一饮一食、一动一静都依赖成年
人，依偎在成人怀里有多甜蜜，
自己就有多无能为力。正是意
识到这软弱，婴儿才拼命发展力
量，靠自己的手臂支起上身，靠
自己的手指抓住一个球，再到靠
自己的双脚稳稳地站在大地上。

经由自卑，克服自卑，最终
拥有真实的自傲，好过莫名其
妙、不知所谓的自信。就好像，
自卑亭在岳麓山的脚下，正是开
始攀爬的第一步。

自卑，其实是个好词儿。
叶倾城（摘自微信公众号）

自卑是个好词儿

乡村的深秋之夜，来得早
故而显得长。外婆窗牖下那盏
昏黄的老马灯，仍在不知倦意
地照着我和她。

我正强打精神抄老师罚写
的作业。一字不识的外婆，坐
我身旁纳着鞋底，轻声吐出一
句谚语：“‘慢工出细活’，你不
听我的话，做事总是火急火燎，
你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吧，
这下又要返工重写多写了。”

昨日散学回来，夕阳老高
时，外婆再三问我，
作业写好了不？我
却因为贪玩，没有
认真做完就溜出门
嬉戏。看着哈欠连
天的我，外婆说，你这叫“不经
事不长智，不经师不得艺”。

外婆的话语绵里藏针，字
字如扎进鞋底的针脚，从此落
到我成长的步履里。

如今我当少儿书法教师，
已有十余年了。常有初学者的
家长向我诉说：“不知什么原
因，在您课堂上，写得还算整洁
美观，可是一回到家里写作业，
那一个个字，就像鸡爪子在雪
地上乱窜乱抓。”那语气语调，
散发出浓烈的焦虑。

我知道，这些孩子跟我年

幼时一样，只想着快点完成任务
去玩，有写好一点的能力，却因
一时心浮气躁，没有发挥出来。

毋庸置疑，每位家长都有
“望子女成龙凤”的心理，在教
育孩子的征途，难免会有耐性
消怠的时候，也会产生“揠苗助
长”的欲念，急切想找到一种迅
捷的方法，使孩子书写的答卷
又快又好。但手艺上的功夫，
本就是一场漫长而缓慢的修
炼，需要心绪与行动一致的宁

静沉潜。书法的慢，犹如打太
极，不动声色练就百步穿杨，惊
艳四座。

老舍先生写作，为了写慢，
他喜欢用毛笔，频频蘸墨屡屡中
断的过程，细细酝酿下一句下一
段，而且特意选择魏碑体。这种
字的特点，是要一笔一画，十分
工整，快不了。他一天最多写一
两千字，但凡出手，必成精彩，根
本不必耗时修改。如此看来，慢
是稳，稳才是快又好。

有了这种沉静的书写心
态，做别的活儿，也会变通得精

致起来。
母亲是乡村一名裁缝。她

一直谨记师傅传授给她的手艺
要诀：“慢工出细活。”母亲做一
件手工棉衣要一整天。她认真
给人量身，不差毫厘记下尺
寸。动手做衣服前，先在废报
纸上预习比划，再用布料裁剪，
均匀铺好棉花在底布，比对齐
整面布，针线细密固定棉花，里
外缝合。扣眼也扎得匀实，一
件棉衣穿好几年都完好不变

形。而她师妹半天
时间做出的棉衣，
人家穿上一水，这
里鼓一坨那里空一
块，棉花还会从扣

眼里跑出来。母亲赢得众多乡
邻的好口碑，总是有做不完的
活，靠着她勤劳智慧的双手，抚
养我们五姊妹长大成人。

时光匆匆，人事常新。生
活的美好，总是留给那些有条
不紊慢条斯理的人。吃饭时细
嚼慢咽，有助消化利于健康，不
至于囫囵吞枣品不出滋味；走
路时放慢脚步，才不会“走马观
花”，错过眼前的风景；带上“慢
工出细活”的心境出发，在日常
点滴，看见广阔的天地。

朱小平（摘自《广州日报》）

人 生

箴 言
那时，我们还太年轻，

还不知道内心的记忆会把
不好的东西抹掉，而把好的
东西更加美化，正是因为这
种功能，我们才对过去记忆
犹新。 马尔克斯

爱的智慧

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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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是位
“旅行达人”，有
了一定积蓄后，
他喜欢到全国
各地走走。这些年里，他还去
过几次国外，欣赏到不少异域
风光。

我问他：“走过这么多地方，
你觉得最美的是哪里？”他笑笑
说：“最美的是我老家的山！”

见我疑惑，他开始无限神
往地为我描述：“那座山不高也
不大，却清秀可人。我小时候，
喜欢趁着晨雾迷蒙的时候上
山。山在浅雾的笼罩下，特别
像神秘的仙境。我一脚踏入山
中，就仿佛进入了传说中的天
宫。山上有草有树，有花有果，
有鸟有兽，天地自然之间，万物
有灵……我想好了，等我老了，
就回到山脚下我的小村庄，过
小时候的田园生活。人走得再
远，还是要回到原点的。”

朋友的话，让我的心暖暖
地动了一下。大概人人都无法
拒绝“原点诱惑”。原点，是一
个温暖诗意的字眼，那里保存
着我们太多的人生初体验。

记得有一次，同学群里有
人发问：“你饿急了的时候最想
吃的是什么？”大家觉得这个话
题很有意思，纷纷发言。“我饿
急了最想吃小时候吃的玉米红

薯粥。”“我每隔一段时间，必定
要吃一顿饸饹，就是小时候吃
的那种红薯干面的，吃下去胃
里和心里都无比满足。”我们这
些中年人，打拼半生，不少人积
累了一定的财富，生活富足起
来，吃过了太多的天下美味。
但是，我们依旧无法拒绝“原点
诱惑”。小时候那些粗糙的食
物，竟然成了我们心底最细腻
的惦念。

我也有根深蒂固的“原点
情结”。记得有段时间，我的睡
眠特别不好，经常彻夜失眠。
城里的房子很宽敞，所在的小
区也很宜居。尤其是冬天，屋
子里温暖如春，可我晚上就是
睡不着。母亲得知我失眠后，

劝我回老家住
几天。老家我
的房间还保留
着 原 来 的 样

子，睡在老房子里，我裹紧了棉
被，竟然感到无比温暖、安心和
踏实，如同小时候扑向母亲怀
抱一样。那一夜，我的失眠症
竟然好了，真是神奇。

走遍千山万水，还是故乡
的山水最美；尝过美味佳肴，还
是妈妈的饭菜味道最香；住进
高楼大厦，还是老屋的土炕最
暖。想起王家卫电影《东邪西
毒》里的话：“每个人都会经过
这样的阶段，见到一座山，就想
知道山后面是什么。我很想告
诉他，到了那边，你会发现没什
么特别，回头看过来，可能会觉
得山这边更好。”人生大概真是
这样的过程，我们放逐自己的
脚步，抵达一个又一个远方，最
终却又回到了原点。

我们中国人都有“落叶归
根”的观念，思乡诗甚至成了古
代诗歌第一重要的主题。其实
我们思念的岂止是故乡？主要
是故乡土地上你留下的那些印
迹，那些风景，那些故事，那些
人，才是我们最真的惦念。

我们出走半生，回到原点
依旧是少年。

王国梁（摘自《珠江晚报》）

无法拒绝的“原点诱惑”

不急不躁，慢工出细活

名人感悟

地是土壤，气是
气息气流气脉气场。
地气是土壤的气息气
流气脉气场，地气是
生气。

傍晚或者深夜或者清晨，
一片白雾贴着田野蔓延氤氲，
淡淡的，人说那是地气。

人站在地上才能生活，死
了又埋在地下，归于地气。世
间生灵的繁衍，生发枯荣都在
地上。

地气是地中之气。《礼记》

中说，孟春之月，“天
气下降，地气上腾，天
地和同，草木萌动”。

在乡下，鸡鸭猫
狗受了伤，将它放在松动的地
上，说接接地气就好，第二天，
活蹦乱跳。

猎人打来的猎物，野性不
死，狂喊乱叫，人将它吊起来，
接不到地气，须臾便死。

人要多接收地气，地气赐
人勃勃生机，赐我辈好文章。

胡竹峰（摘自《意林》）

地 气

爱首先不是
同一个特殊的人
的关系，而更多
的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决定
一个人同整个世界，而不是同
爱的唯一“对象”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只爱他的对
象，而对其他人无动于衷，他的
爱就不是爱，而是一种共生有
机体的联系或者是一种更高级
意义上的自私。尽管如此，大
多数人都认为爱情取决于对
象，因为人们不把爱情看作一
种积极的行动，所以会认为只
要找到爱的对象就行，别的东

西自然而然就
会产生。

可以将这
一态度同想画一张画的人做比
较：这个人虽然想画画，但他不
是去学绘画这门艺术，而是强
调他首先要找到他愿意画的合
适的对象。如果我确实爱一个
人，那么我也爱其他人，我就会
爱世界，爱生活。如果我能对
一个人说“我爱你”，我也应该
可以说“我在你身上爱所有的
人，爱世界，也爱我自己”。
（美）艾里希·弗洛姆（摘自

《爱的艺术》）

爱是一种态度


